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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推吾尔自治区土壤地理区划

文 振 旺
(中国科学院土盛研究所)

土壤地理区划要求有系就地总枯已有的主壤科学研究查料
,

全面地欲融土壤形成条

件
、

土壤的发生特性和生产性能
,

以及土被枯构和地理分布规律
,

为因地制宜地合理配置

农业生产
、

充分利用土地查源提供科学依据
。

在新疆
,

过去没有条件进行全疆性的土壤地理区划
,

但是
,

在近年来已掌握的科学查

料的基础上
,

特别是通过新疆粽合考察有关土壤方面的总拮
,

已握有可能制定全疆性比较

群袖的土壤地理区划
。

一
、

土续地理区划的原剧和区划单位

土壤地理区划方法渝的研究是完成区划任务的首要条件
。

在过去的文献中
,

曹有过

生物气候原则和地貌原刻的争渝
。

应敲敲为 :从生产实践的要求和土壤地理学的理渝纂

础 出发
,

首先应当考虑大区的土镶生物气候特点
,

它俩既可反映土壤形成和分布规律的地

带性特征
,

又可指出农业生产的发展方向 ; 但是也必填考虑地貌特征
,

以能根据土壤地理

分布的祖合和复区以及土壤改良条件来稚擅进行区划
。

在进行土壤地理区划时
,

必厦孩

锢土壤地带和农业地带的一致性
,

因而也就应孩把土壤和农业的地带性概念作为土堪地

理区划的主要理萧基础和高极单位系就划分的依据
,

这样就可以更确切地反映出地区性

的差异
,

特别是大区农业环境的特点
,

这对了解不同地区内的有利和不利条件
,

以及因地

制宜地采取方向性的改造措施
,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样也就使土壤地理区划不仅能阴

明土壤发生和演化的 自然规律性
,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充分献爵这种规律性的基础上
,

达到

改造和利用土壤的 目的
。

本文所拟定的 自治区土壤地理区划的分极单位系扰是土壤地带和亚地带 (第一极)
、

土壤区和亚区 (第二极)
、

土拿(第三极)和土祖(第四极)
。

一至二极是区划的高极分极单

位
,

三和四极是区划的低极分极单位
。

本文由于篇幅所限
,

只能完成土攀以上的三极区

划
。

这里是把土壤生物气候特征作为区划高极单位的依据
,

而土壤
、

地貌特点剧作为低极

单位的依据
,

因此低极单位的区划和土壤改良区划 (或土壤地貌区划 ) 表现了很大的一致

性
。

同时
,

在区划中也必须把山地土壤和平地土壤加以区分
,

这对欲融土壤
、

利用土壤和

改造土块都有很大的意义
。

山地土壤区划的原 lll] 是建立在山地土壤垂直地带性规律的基

础上
,

因此必填根据垂值带拮构类型的变化及其对农
、

林
、

牧生产的影响
,

分别在不同的区

划单位极别中表示出来
。

区划单位系枕图式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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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土壤地带和亚地带 : 是根据地带性原剧来划分的
。

在同一地带的范围内
,

具有

同类的水热条件和土壤形成过程
,

它们不仅和特有的生物气候性(郎地带性 )土类
、

相应的

隐域性土壤以及一定的耕种土壤相联系
,

而且也和相应的自然植被类型 (或植被地带)以

及一定的农业发展方向和农作制度相吻合
,

因而在同一土壤地带中
,

其土地生产力(包括农

地的作物复种指数
、

牧坍的产草量和载畜量
、

林地的林木生产率等 )基本上是相同的
。

在

某些土壤地带中还可以分岑土壤亚地带
。

在同一亚地带中
,

水热条件以及植被类型或作物

祖成更比较一致
,

其划分与“定的土壤亚类(或者是地区性的土类 )相联系
。

根据这个原

则
,

全疆由北而南共分为四个地带
:
半荒漠棕钙土地带

,

山前荒漠草原灰钙土地带
,

灰棕色

荒漠土
一
荒漠灰钙土地带以及棕色荒漠土地带

。

其中棕钙土地带
、

灰棕色荒漠土
一
荒漠灰

钙土地带以及棕色荒漠土地带又各再分为两个亚地带
。

(2 ) 土壤区和亚区 (土壤省和亚省)
: 为土壤地带或亚地带的一部分

,

是根据土壤气

候相的原理而划分的
,

其土壤和成土条件的特点是与地方性的气候特征
,

也就是与一定的

干湿程度或大陆性程度相联系的
,

因而大致随握度而呈东西方向变化
。

在土壤区的范围

内
,

不仅在土壤形成过程的现代特征上
,

而且在其凌遗特征或前进特征上都有较大的一致

性 ; 同时
,

其农业环境条件较之地带或亚地带也更相一致
。

在区划系就中
,

现分出平地土

壤区和山地土壤区
。

平地土壤区是指包括一定的地带性土壤和隐域性土壤所构成的土壤

粗合
。

在某些平地士壤区中还可以分出土壤亚区
,

这是一极过渡性的极别
,

既在生物气候
「

特点上有所不同
,

也更与大的地貌条件相联系
,

特别是水文地盾和水文系挑的差异 (例如

塔里木盆地西部平原区分为喀什平原亚区和叶尔羌河平原亚区)
。

山地土壤区是根据相

类似的土壤垂直带拮构类型来划分的
。

土壤区和土壤地带 (或亚地带) 一样
,

都是全辘性

农业生产布局和确定土地利用方向的重要依据
。

在本区划中
,

余疆共分出 ”3 个土壤区
,

其中
.

1 5 个平地土壤区
,

18 个山地土壤区
。

(3 ) 土拿 : 为土壤区的一部分
。

这一极是根据士壤地貌原BlJ 来划分的
。

在平地土草

的范围内
,

具有一定的地貌发生类型或几个地貌发生类型的挽律性粗合
,

因而也就决定了

土草范围内各部分在水文和水文地厦条件以及成土物厦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发生上的速按

性
,

并且导致土壤粗合的成分一致
,

土壤粗合的类型也相似
。

.

同时
,

平地土拿也与一定的

地方性气候特征和植被以及作物的祖合类型相适应
。

山地土攀是考虑地貌拮构比较一致

的部分或相关的粗合部分来划分的
,

与 山势大小
、

海拔高低和坡向都密切有关
,

因而它包

括具有完全相同的士壤垂道带的一拿相速的山地
,

也就是靛
,

在同一土拿范围内的山地都

具有同样的土壤和植被垂值带糟
。

因此
,

这一极区划可以作为专区和 自抬州制定农
、

林
、

牧生产砚划和进行土壤改良分区的重要依据
。

在本区划中
,

全疆共分为 99 个土拿
,

其中

56 个平地土拿
,

43 个山地土拿(其中包括三个低山度丘土拿)
。

(4 ) 土粗
: 为土草的一部分

。

只包括单一的土壤粗合
,

在平地土粗范围内
,

它是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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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地貌部位
、

成土物盾
、

水文地厦条件和中气候有联系的
,

因而其农业环境条件和土壤

改良条件基本已趋于一致
,

不仅作物和 自然植被的种类大致相同
,

而且提高土壤肥力以

及改良土壤的措施也是属于同一类型的
。

山地土粗只包括具有单一土壤垂直带分布的山

地
,

这一极区划可以作为县极配置农业生产和拟定改土
、

用土措施的重要依据
,

因此它也

是自然握济区划的基层单位
。

这里
,

应鼓特别指出
: 虽然作为自治区一极的区划

,

我佣只采用三极区划单位
,

但是

就大区范围来耕
,

在土壤地带以上应敲还有土壤生物气候带和土壤生物气候地 区 两 极
。

为了避免分极大多
,

不易掌握
,

所以本区划未将这两极分别单独列出
,

只是把土壤生物气

候带 (温带
、

暖温带)加于各土壤地带之前
,

而地区一极的特征RlJ 表述于各有关土壤地带

(和亚地带)及土壤区的靓明中
。

其实
,

土壤生物气候带和土壤生物气候地区
,

无渝对粽合

分析土壤形成过程以及对土被的农业弄价上都有亘大的意义
。

土壤生物气候带是根据太阳幅射和热量条件的相似性(参考一定的积温等值核)来划

分的
。

在同一土壤生物气候带中
,

相似的热量条件对土壤形成
、

风化过程
、

植物生长以及

农业发展的影响都具有相似的性盾
。

因此
,

它是包括几个土壤地带以及相应的土壤垂值

带桔构的总和
。

新疆全境分属于两个土壤生物气候带
,

郎温带和暖温带
。

两者以天山分

水岭为界
,

以北属温带
,

以南属暖温带
,

因而基本上是北疆属于温带
,

南疆属于暖温带
。

这

里应敲特别弦锢的是把天山分水岭作为两个土壤生物气候带的分界核
。

土壤生物气候地区也是根据土壤气候相的原理来划分的
,

但它比土壤区的范围大
,

而

是土壤生物气候带的一部分
。

在气候上
,

虽然同一土壤生物气候带中的各个地区在热力

条件上是相类似的
,

但是它们具有独特的大气候特征(由于在大气环流系枕中的不同位置

而产生)以及相应的大陆性程度
。

在同一土壤生物气候地区内
,

不仅辐射和热力条件相

似
,

而且湿消情况与大陆性程度也相似
,

以致其对凤化和成土过程
、

植物生长和农业发展

的影响更具有共同的特性
。

在新疆境内
,

土壤生物气候地区最明显的分异只表现在北疆

温带范围 内
。

北疆准噶尔盆地中南部的温带荒漠地带和我国内蒙古西部
、

宁夏
、

甘肃河西

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和西南部的温带半荒漠和荒漠地带速成一片
,

同属于温带蒙新

(或亚洲中部)干旱地区
,

位处整个欧亚大陆中部干旱地区的东北部
,

从生物气候和土壤相

的特点来看
,

这个地区和以西的苏联哈窿克斯坦境内温带半荒漠和荒漠地区有显著的差

别
,

但北疆西部的伊犁谷地
、

塔城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北部两河流域的半荒漠或荒漠草原地

带就具有与苏联哈隆克斯坦相似的自然特点
。

因此整个北疆温带半荒漠和荒漠地带就分

属于两个明显的土壤生物气候地区
,

郎南部和东南部属于蒙新(或亚洲中部 )类型的地区
,

而最西部和北部虽然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
,

但它更接近于哈隆克斯坦类型
。

在气候上
,

北疆东南部和南部已远离太平洋
,

为东南来的湿气 (东南季风) 所影响不到的地区
,

雨量

少
,

且集中于夏季
,

因而使这里荒漠植被中极少或者没有着季短命植物的参加
,

土壤淋溶

极弱 ;北疆西和北部 由于三个缺口的影响
,

还受到西和西北而来水气的余惠
,

最北部水汽

顺额尔齐斯河谷地而深入准噶尔盆地北部 ;中部进入额敏谷地(塔城盆地 )的湿气
,

受阻于

准噶尔界山
,

致使界山西北坡和东南坡在自然景观上和农业发展上都有很大的悬殊 ;南部

进入伊犁谷地的湿气
,

只达到西部天山的分水岭以西
。

因此
,

北疆西和北部的干旱程度较

逊
,

降水较丰
,

且年中分配也较均匀
,

或以春季为最多
,

而有利于春季短命植物的发育
,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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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仍成为荒漠草原 (或半荒漠 ) 分布区
,

同时两河流域和塔城盆地的棕钙土也和苏联东哈

隆克斯坦境 内的棕钙土具有相似的特征
,

而伊犁谷地的灰钙土lllJ 和苏联哈蔽克斯坦天山

北麓的所稍北方灰钙土联系在一起
。

这个地区的农业自然条件在新疆是最优越的
,

特别

是伊犁谷地和塔城盆地
,

为北疆最好的农业区
。

至于南疆 (指天山分水岭以南
,

也包括东

疆在内)
,

BlJ 和甘肃省河西走廊的最西部同属于我国西北部暖温带极端干旱荒漠土壤地

区
,

位处整个欧亚大陆中部干旱地区的东南部
,

按其生物气候和土壤相的特点
,

整个南疆

都应鼓包括在蒙新 (或亚洲中部) 类型的地区中
,

虽然越过苏联中亚境内的天山和帕米尔

以西
,

这里的荒漠地带可以和中亚栩亚图兰低地的暖温带荒漠地带相速
,

但是这里大陆性

特别孩烈
,

为欧亚大陆千旱的最中心
,

因而有别于苏联中亚栩亚 (图兰) 荒漠的类型
,

而表

现出极为特殊的 自然景观和农业条件
。

这种情况在世界千旱地区中也是罕晃的
。

因此就

全疆土壤生物气候地区的划分来祝
,

北疆是比较明显而复杂的
,

南疆 (和东疆)是比较单翎

而一致的
。

以下将筒述各地带 (和亚地带)
、

土壤区和土草的划分指标及主要特征(区划图例系杭

兄附图)
。

二
、

分 区 商 述

1 北口沮带半荒澳徐妈土地带

本地带包括准噶尔盆地北部平原
、

阿尔泰山及其山前平原
、

准噶尔界山西北部和塔城

盆地
,

西与苏联哈隆克斯坦境内巴尔哈什湖以北的棕钙土(棕色荒漠草原土)地带相逮按
,

东以窄条状与蒙古中南剖竟朋的戈壁棕钙土地带相街接
,

共同构成亚洲大陆中部大致与

樟度平行的完整地带
。

在气候上
,

大于 10 ℃ 的积温为 2, 20 0一3 ,0 00 ℃
, 1 月均温为一 12 ℃ 到一 20 ℃

, 7 月均

温 1 5一2 2℃
,

年均温为 2
.

乡一 6
.

0℃
,

无霜期 1 2 0一1 5 0 天
,

年降水量 1弓。一2 5 0 (3 0 0 ) 毫米
,

年蒸发量 1, 匆。一2, 00 0 毫米
,

稳定雪盖持摘期 10 0一120 天
,

干燥度 2
.

弓一4
.

0 ,

由北向南和

由西向东递增
。

因此
,

本地带热量条件虽还可满足除喜温作物 (如棉花) 和冬小麦以外的

其他作物生长
,

但主要阴题在于水分条件的保征
,

这就决定了棕朽土地带
“

无灌溉郎无农

业
”。

在土壤和植被特征上
,

与苏联哈窿克斯坦类型有相类似之点
。

植被为以篙属和假木

贼或小蓬为主的半荒漠(包括荒漠草原和草原化荒漠)
,

其中混生有羽茅等粗成的攀落
,

并

且具有明显的短命或类短命植物成分
,

从阿尔泰山山麓向南到岛伦古河以南
,

植被粗成中

的半灌木
、

灌木和一年生草本植物渐次增加
。

本地带内为一年一熟制
,

最适宜的主要作物

有春麦
、

命菜和白菜型油菜等
。

本地带的地带性土壤是棕钙土
,

它虽然具有土壤形成的草原过程向荒漠过程过渡的

明显特征
,

但是它毕竟还应属于土壤形成的草原系列
,

而不同于荒漠土壤形成过程
。

棕钙

土上的生物积累过程仍然相当明显
,

因而也就具有比较明显的腐殖质层
,

同时
,

虽然这里

气候已相当千旱
,

但土壤的淋溶状况还是比较显著
,

腐殖厦下有明显的碳酸盐聚积层
,

当

然随着干旱程度和荒漠化的增强
,

不仅腐殖厦层变薄
,

有机厦含量械低
,

土壤拮构变差
,

而

且在表层还形成微弱的拮皮层和片状枯构
。

这里棕钙土剖面的中
、

下部常具有较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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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膏积聚
,

而且由于区域的地盾历史条件和成土母盾的特点
,

使得它们一般都缺乏盐化的

表现
、

而只在淡棕钙土有微弱的碱化特征
。

应蔽指出续口果把北疆的棕钙土与其以西的苏

联哈隆克斯坦和以东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我国内蒙的棕钙土相比较
,

具lJj 匕疆棕钙土无渝

从石膏
、

碳酸盐
、

盐碱化的表现以及 自然地理总的特征甜方面虽都具有过渡性的特点
,

但

它仍还较接近于哈隆克斯坦类型
,

而可祝为哈隆克斯坦棕钙土省的向东延疲
。

除地带性土壤以外
,

隐域性的土壤还有草甸土以及面积不大的盐土和沼泽土
。

应兹

指出
:
本地带内积盐过程虽不张烈

,

但苏打的积累非常明显
,

一般都属于苏打或苏打
一

硫酸

盐类型
,

甚至还出现小面积的苏打典型盐土
,

这与本地带的生物气候条件和区域地盾有密

切的联系
。

本地带农业历史短
,

灌概耕种土壤的熟化程度一般都不高
。

在地形部位较高处
,

由于

可以捻雪墒播种
,

还能实行半旱作
,

但熟化程度更较低
。

本地带可划分为两个亚地带
。

I (1)棕妈土亚地带 位于整个地带的西和北部
。

由于西和西北 面来的气流能进

入塔城盆地
,

也能沿额尔齐斯河谷地长服直入
,

至富慈以南的山前阿魏戈壁附近才大为诚

弱
,

所以这里较淡棕钙土亚地带寒冷而湿渭
,

植被为短命植物
一
篙属荒漠草原

,

复盖度可

达30 一40 (允 )务
。

土壤为典型的棕钙土
,

腐殖厦层厚豹 1弓一20 厘米
,

有机厦舍量 1
.

0一
2

.

0 多
,

其下有厚豹 10 一1 , 厘米呈棕色或揭棕色 (特别是东部 )的过渡层
,

具有弱粘化和弱

铁厦化的象征
,

从表层或 20 厘米左右开始有起泡反应
,

碳酸盐最大积聚层一般在 30 一6 0

厘米之简
,

石膏的积聚常自 允一70 厘米开始
。

一般无明显碱化特征
。

在棕钙士亚地带中共分为两个平地士壤区和三个山地士壤区
。

1
.

额尔齐斯平原区
:
包括阿尔泰山前倾斜平原和额尔齐斯谷地

,

这里易受从额尔齐

斯缺口进来的湿气的影响
。

本区可分为平原东部和西部两个土拿 : (l) 平原东部土拿
:
以

刹触嫂丘为主
,

薄层棕钙土分布面积最广
,

引水困难
,

缺乏开垦条件
。

(2 ) 平原西部土拿
:

包括额尔齐斯河中下游谷地
、

阿尔泰山前各冲积扇以及窿岛尔山北麓山前倾斜平原
。

大

面积为砂砾厦洪积
一
冲积物

,

以棕钙土为主
,

只有在各河冲积扇中下部
、

三角洲部分和沿

河谷地有较多耕地和可供开发的土地查源
,

但布尔津以西的大片阶地都已为沙丘所复盖
。

额尔齐斯河的河漫滩
,

为本区重要冬牧坍
。

本区长期以牧为主
,

农业发展历史甚短
,

现有

耕地面积不大
。

2
.

准噶尔界山山简盆地和谷地区
:
包括准噶尔界山西北部的东

、

西两个土草 : (l) 塔

城盆地土拿
:
三面环山

,

西部开锡
。

在棕钙土地带中这里最为温和湿消
,

雨量的季节分配

均匀
,

因而短命植物相当发育
,

但与伊犁区相比较
,

就显得较少
,

且种类不多
。

盆地中地表

及地下径流都比较丰富
。

山前平原中
、

下部多为较厚黄土状物厦上发育的棕钙士
,

很有利

于农业发展
。

扇椽地下水溢出带和沿河谷地为草甸土 (部分草甸盐土) 分布区
,

地下水位

高
,

土壤合盐较多
。

在盆地最低处
,

有大片以芦草为主的草甸沼译土
。

本土拿牧业历史悠

久
,

耕地比重不大
,

农业发展很有前途
。

(2 ) 和布克赛尔谷地士擎 :位处雨影面
,

在本亚地

带中最为干旱
,

半荒漠可以上升到 1, 知。米
,

谷地中大多为砾厦洪积
一
冲积物

,

谷地下部为

棕钙士
,

上部为淡栗钙土
,

农业利用较为困难
,

多作为牧场
。

3
.

阿尔泰山西北部区
:
包括布尔津以西的 山区

,

只分出喀拉斯一个土拿
。

山体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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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
,

受西来湿气影响最明显
,

为整个阿尔泰山地气候最寒冷湿消的部分
,

垂直带上的森

林属南泰加林型
,

主要树种有西伯利亚落叶松
、

西伯利亚冷杉
、

西伯利亚云杉和西伯利亚

杠松
,

林带上部为山地生草弱灰化土
,

下部以西伯利亚落叶松为主的森林草原下为山地灰

色森林土
。

在森林带以上直接为圆叶棒
一
苔辞复被下的山地灌木冰沼土和高山 冰沼土

。

森林带以下4lJ 为灌木草原下的山地黑钙土和暗栗钙土
。

这里为新疆重要林区之一
,

也是

阿勒泰地区的主要草锡
。

一

4
.

阿尔泰山东南部区 : 包括阿尔泰山的中段 (阿勒泰
-
富旅山地) 和东南段 (青河山

地)
。

由中段愈向东南
,

干旱程度逐渐增张
。

山地上部已不兄山地冰沼土和生草弱灰化土
,

森林大部分仅分布在阴坡
,

系以西伯利亚落叶松为主的森林草原带
,

林下为山地灰色森林

土
,

林带向东逐渐衰退而消失
,

阳坡为山地黑钙土
。

林带以上出现亚高山带
,

中段为亚高

山草甸土
,

东南段为亚高山草甸草原土
,

高山带都为高山草甸土
,

但都有明显草原化的特

征
。

林带以下为山地黑钙土和栗钙土
,

更下为山地棕钙土
。

本区有广朋的草姗
,

发展畜牧

业有亘大的潜力
。

低山带的山简盆地和平援山坡
,

可适当发展旱作
。

5
.

准噶尔界山西北部区 : 包括塔尔巴哈台
、

隆扁尔
、

巴尔雷克
、

岛尔克隆尔和色米斯
台等山地

,

大部分海扳 1
,

0 0 0一2, 弓00 米
。

由于受西来气流影响
,

比较湿渭
,

在气候
、

植被和

土被方面都具有哈隆克斯坦类型的特征
,

土壤垂直带拮构为山地栗钙土
一山地黑钙土

一山

地草甸土
。

其中山地栗钙土为其基本粗成部分
。

在巴尔雷克山的西北坡
,

由于雨量较多
,

在 1, 初。一2, 2叩 米深切峡谷的阴坡上巳有云杉林的分布
。

本区山地的大部分为良好草锡
。

I (2) 淡棕妈土亚地带 由于位置偏南
,

且西北面有窿岛尔山的阻档
,

以致受到西

来气流影响较弱
,

因而比较干旱
,

年降水量 150 一2 00 毫米
,

植被也较稀疏
,

是以假木贼

(汉
。a 云a

价
, a ls a

)
、

小蓬(肠
。o p 石y to n

币
。 a c 心u , )为主而混生大量短命

、

类短命植物(金纽扣

p厂“入、, 等 )的草原化荒漠
,

复盖度 20 一30 务
,

其中玻玻和弱茅(s而如
~

ta lir )等也起

一定的作用
,

同时夏秋一年生猪毛菜类植物也逐渐增多
。

士壤为淡棕钙士
,

它俩具有向灰

棕色荒漠土过渡的特征
,

土表虽无真正的荒漠桔皮
,

但已有弱发育的拮皮层和层片状粘

构
,

并且地表还显现多角形的垂直裂稚
。

同时
,

一方面仍有明显而较薄的 (10 一15 厘米)

腐殖厦层
,

有机厦含量 0. 6一 L O另; 另方面也表现出士壤的淋溶作用很弱
,

从表层开始郎

有起泡反应
,

石膏的积聚常自 3 5一75 厘米开始
。

土体一般无明显盐化现象
,

但具有弱碱化

特征
。

除淡棕钙土外
,

本亚地带中还有隐域性的龟裂土和座余盐土等的分布
。

6
.

准噶尔盆地北部平原区 : 分为东西两个土拿 : (l) 篇伦古平原东部土拿 :.以古生代

变质岩系粗成的剥触嫂丘为主
,

这里普通缺乏地下径流
。

主要为薄层淡棕钙土
,

由于土层

薄
,

土厦粗
,

引水不易
,

农业利用前途不大
。

(2 )岛伦古平原西部土季 : 为构造高平原
,

两河

之简以第三耙地层为主
,

而第四纪复盖沉积物很薄 ;其余多属岛伦古河古老三角洲及现代

三角洲 ; 岛河以南还由于风触而形成桌状高地和浅洼地
。

土壤以砂厦淡棕钙土为主
,

面积

不小
,

且有水源可查利用
,

所以有一定的开发前途
。

在岛伦古河沿岸
,

河漫滩为重要冬季

草锡
,

而现代三角洲上的草甸土和玻玻林土BlJ 是良好的垦殖对象
。

n 北祖温带山前荒澳草原灰舫土地带

本地带包括新疆境内的西部天山及伊犁谷地
,

以周围分水岭与天山其他部分为界
,

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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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角形
,

向西开口
,

西面与苏联哈窿克斯坦东南部的北天山山前荒漠草原少量碳酸盐灰

钙土地带直接相速
。

灰钙土并不在欧亚大陆构成完整的樟度地带
,

而是地区性的形成物
,

只是在苏联中亚栩亚和哈隆克斯坦沿天山北麓山前黄土平原呈带状分布
,

它的存在既与

生物气候条件有关
,

也与山前平原的地貌部位及黄土状母厦相联系
。

这里是灰钙土分布

的最东界限
,

而且樟度已握偏北
,

所以苏联土壤学家把这种灰钙土称为北方灰钙土或少量

碳酸盐灰钙土
。

在气候上
,

由于西来暖湿气流的影响
,

使伊犁谷地成为北疆境内较暖和而湿澜的地

方
。

在平原范围内
,

大于 10 ℃的积温为 3 ,0 00 一 3 ,5 00 ℃
, 1 月均温为一 10 ℃ 到一 12 ℃

, 7

月均温 2 0一2 3℃
,

年均温为 7一 8℃
,

冬季负积温 7 5 0一1
, 0 0 0℃

,

无霜期 1 5 0一1 6 0 天
,

年降

水量 25 0一30 0 毫米
,

年蒸发量 1, , 00 一1, 6 00 毫米
,

稳定雪盖持擅期 1 10 天左右
,

干燥度

2
.

0一4
.

0 。 和塔城盆地相比较
,

这里是高温延搜时简和无霜期都较长
,

积温较高
,

春雨比重

较大
。

植被为具有短命植物的篙属荒漠草原
,

基本上和塔城盆地相似
,

惟短命和类短命植

物中混有中亚栩亚较南部所特有的种
,

如 c ar 时 砂声
。d。 等

,

短命植物也较发达
。

这里最

适宜的主要作物有冬
、

春小麦
,

甜菜
,

大豆
,

芥菜性油菜
,

水稻
,

中晚熟玉米和大麻等
。

苹果

等果树越冬不需埋土
。

本地带的地带性土壤是灰钙土
。

从生物气候条件对土壤形成的影响来看
,

灰钙土虽

然生草层不发育
,

淋溶作用弱
,

剖面分化也不太明显
,

但碳酸盐还是有较显著下移现象的
,

地表没有明显的荒漠拮皮特征
,

因此其土壤形成过程是更接近于草原系列而和荒漠土壤

形成过程有所不 同
。

灰钙土广泛发育在伊犁谷地两侧山前平原的黄土状物厦上
。

表层有

机厦合量 1
.

0一2
.

0 务
,

碳酸盐在 30 厘米以下淀积较多
,

底部通常不见易溶性盐分和石膏

新生体
。

剖面上中部 (10 一20 厘米)有明显的粘化现象
。

灰钙土具有良好的农业生产性

能
,

士坡改良系件优越
,

不受盐清化威胁
,

应为优厦的土地查源
。

除地带性士壤外
,

隐域性声壤中似草甸土和草甸沼泽土面积最广
,

而且暗色草甸土为

数较多
。

草甸盐土面积很少
,

属硫酸盐或氯化物硫酸盐类型
,

扇椽带苏打合量较明显
。

耕

种土壤中以灌溉灰钙士和灌i既草甸土为主
。

本地带共分为两个士壤区
,

一为平地土壤区
,

一为 山地土壤区
。

7
.

伊犁谷地区
:
谷地西部竟敞

,

向东逐渐变窄
,

东高西低
。

谷地南北两侧为 山前倾斜

平原
,

东西向的伊犁河冲积平原与之成正交
。

伊犁河下切较深
,

有多极阶地的形成
,

黄土

状物厦普遍堆积甚厚
。

灰钙土分布在山前洪积一冲积扇中下部和伊犁河第三极阶地上 ; 第

二极阶地上以草甸灰钙土为主
,

河漫滩和第一极阶地上AlJ 为草甸土和草甸沼泽土
。

在土

地利用上
,

这里是新疆的重要农业区
,

同时在灰钙土和草甸土上扩大耕地面积的前途也很

大
。

8
.

西部天山区
:
包括伊犁谷地以北的博罗霍洛山南坡和阿吾拉勒山以及谷地以南的

哈雷克套北坡
。

本区山地由于迎阻西来水汽
,

因而比较湿澜
。

在垂直带错中
,

发育在典型

的高草五花草甸下的亚高山鲍和草甸土占有艳对优势 ;亚高山草甸土带以下
,

森林相当发

育
,

几乎速片成带
,

以雪岭云杉 (Pi
‘。 、加翻令。a) 为主

,

属山地淋溶黑揭色森林土
。

更特

殊的是在林带下部还零星兑有野苹果和山杏 的阴叶林
,

其下土壤颇似中亚 山地的所销
“
揭

色(森林 )土
”。

林带以下的竟阴草原带为山地黑钙土和山地粟钙土
。

本区查源丰富
,

为



士 壤 学 报 1 0 卷

农
、

林
、

牧可以同时发展的富镜山区
。

尼勒克谷地位于伊犁谷地东北山区中
,

以栗钙土为

主
,

谷地东段有黑钙土
,

西段有灰钙土
。

这里农牧业都比较发达
。

特克斯
一昭苏盆地位于

伊犁谷地以南山区中
,

以黑钙土为主(昭苏)
,

次为暗栗钙土(特克斯)
,

为新疆畜牧业的重

要基地之一
。

在进一步发展中
,

应密切注意农牧枯合
。

m 北 . 温带灰擦色荒澳土
一
荒澳灰招土地带

本地带南以天山分水岭为界
,

包括北疆准噶尔盆地的大部分
,

西起准噶尔界山东南

部
,

东至伊吾带敏戈壁
,

北迄康尔班通古特沙漠北椽
,

南面包括天山北坡及其山前平原
。

本地带东与 内蒙古西部和甘肃省河西走廊的中西段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的灰棕色荒

漠土地带相速
,

西隔西部天山与苏联哈隆克斯坦南部 (如巴尔哈什
、

戈洛德草原
、

咸海
、

岛

斯秋尔特 )灰棕色荒漠土地带处于相似的樟度位置
,

共同构成亚洲大陆中部相当完整的温

带(北部 )荒漠土壤地带
。

在气候上
,

平原地区比棕钙土地带稍为温和
,

但更为干旱
,

大于10 ℃的积温为 3 , 2 0 0一

4, 00 0℃
, 1 月均温为 一 14 ℃ 到一 20 ℃

, 7 月均温为
一

2斗℃
,

年均温为 5. 0一 8
.

0℃
,

无霜

期 巧。一1 7 5 天
,

年降水量 10 0一2 00 毫米
,

年蒸发量一般为 1. 6 00 一2, 20 0 毫米
,

最高可达

3 , 5 0 0 毫米
,

稳定雪盖持疲期一般为 10 0一12 0 天
,

千燥度 4. 0一 8
.

。。 植被为亚洲中部 (蒙

新)小毕灌木和灌木荒漠类型
,

以琵琶柴 (肠au m “

rt’a
, oo n

go ‘
c a
)
、

玻琐
、

假木贼 (A , ba 后
s a ls a ,

A
.

厉口衍fo lia
,

才
.

a p无夕lla )
、

小蓬和篙属 (汉
r te o i万a 吞,

o t el 。刀石了
,

才
.

tr a

而lt’e n

价 )等

为主
,

也有伊林冀(11 扛ni
。
。扩lii )和麻黄 (E琳ed ra 钾宕口 , a

城ii) 荒漠
,

同时草落中也出现少

量短命和类短命植物
,

并向北数量稍有增多
。

因此
,

从植物区系粗成上可以看出这里具有

亚洲中部(蒙新)荒漠类型向哈隆克斯坦
一
中亚栩亚荒滇类型过渡的性盾

。

本地带最适宜

的主要作物有冬麦
、

早熟水稻
、

芥菜型油菜
、

中熟和中晚熟玉米等
。

在上述生物气候条件

下
,

土壤形成具有典型荒漠过程的特征
,

虽然土壤剖面枯构不够稳定
,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母质的特性
,

但是孔状桔皮和鳞片状层的形成
、

残积粘化和铁厦化过程的表现以及

碳酸盐剖面和石膏积累的特点都与这里特有的生物水热状况有关
。

本地带可再划分为两

个亚地带
。

北部亚地带的地带性土壤为灰棕色荒漠土
,

南部亚地带的为荒漠灰钙土
。

此

外
,

隐域性土壤中还有龟裂土
、

草甸土
、

沼泽土
、

吐加依土和盐土
。

而且只有璐钠斯湖和艾

比湖湖滨地区有盐分较重的氯化物盐土
,

其余盐分都较鲤
,

属硫酸盐和氯化物
一
硫酸盐类

型
,

并常有显著苏打的出现
,

这与北疆棕钙土地带和灰钙土地带的情况相似
。

Ul (l) 灰棕色荒澳土亚地带 占有本地带的北部和东西两端
,

气候最为干早
,

年降

水量常不及 10 0 毫米
,

最多不超过 12 0 毫米
,

而年蒸发量则多在 3 ,0 00 毫米以上
。

植被极

为稀疏
,

以麻黄
、

琪玻
、

假木贼(A o b丽
,

衍衅oli
。
)
、

霸王
、

伊林拿和小蓬荒漠为主
,

复盖度

小于 弓务
,

不兑短命和类短命植物
,

灰棕色荒漠土为典型荒漠过程的形成物
,

发育在砾盾

洪积扇和石质赘丘上
,

粗骨性的石砾厦母厦是其重要的成土条件
。

.

地表有黑色砾幕
,

土壤

表层有多孔荒漠拮皮
,

其下为铁厦化的褐棕色或浅杠棕色层
,

粘化现象也比较明显
。

由于

母厦粗
,

鳞片状层一般不很明显
。

有机厦舍量常在 0. 5多以下
,

碳酸盐常以表层为最多
,

石

膏灰棕色荒漠土的石膏聚积层常出现在 10 一40 厘米简
,

甚至可接近地表
。

本亚地带共分

为三个平地土壤区和四个山地土壤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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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准噶尔东部戈壁区 :包括隆起的东准噶尔剥触高原和陷落的裕级幸壁两个土草
,

都

为一片石漠景观
,

向东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大戈壁相速
。

准书撩化蚕丘和假山为石炭

耙砂岩和海西宁花岗岩所祖成
,

在天山北坡和北塔山南坡有砾赓洪积扇的分布
。一 本详气

候最为干早
,

来自西北和东南方向的气流都不能到此
,

地表和甩下径梳都暇伪缺之
切

枢被
极为稀蔬

。

土壤以薄层石膏灰棕色荒漠土为主
。

这些石砾盾戈璧都很难利用 ,

10
.

准噶尔盆地中部沙漠区
:
库尔班通古特沙漠大部为比较画定的沙左所!占据

,

沙 丘

高度不大
,

一般只 20 一30 米
。

沙丘中水分条件较好
,

生长有灌丛及草撰纷根银厦盖度可达

20 务
,

沙漠边椽已被利用为冬牧锡
。

本区地下水查源丰富
,

为沙漠的开发和改造提供了极

为有利的条件
。

今后应着重解决牲畜钦水阴题
,

拮合草坍改良
,

以发展畜牧业为主
,

并充

分利用野生植物查源
。

1 1
.

准噶尔盆地西部平原区
:
包括四个土攀 : (l) 博尔塔拉谷地土草 :谷地向东变竟

,

两侧以砾质洪积扇季为主
,

其上为灰棕色荒漠土 ;谷地西段
,

由于海拔升高
,

已相糙出现棕

钙土和淡栗钙土
,

上游温泉一带为重要冬牧坍
,

中游河谷的农业比较发达
。

(2 )艾比湖平

原土攀
: 为准噶尔盆地中陷落最低的部分

,

由于准噶尔山阴进入的干暖气流和常年大风
,

使这里极为干旱
,

凤触强烈
,

在湖东及东南部有不少沙丘分布
。

平原南北新老洪积扇拿 上

为灰棕色荒漠土
。

湖滨平原积盐弦烈
,

为北疆重要盐产区之一
。

(3 )成吉斯山前平原土

攀
:
包括和什托洛盖

、

岛尔禾
、

克拉满依一核
,

位于风影区
,

极为干旱
,

荒漠性弦烈
,

大部为

$lJ 触癸丘
、

度余高地和洪积扇所粗成
,

发育石膏灰棕色荒漠土
,

没有农业利用价值
。

只有

在和布克河下游的夏子街干三角洲
,

有较多可垦土地
。

(4 )满钠斯河三角洲和湖积平原土

攀
:
满钠斯湖 由于大量泥沙充填

,

常使湖泊迁移而不断扩大湖积范围
。

老湖变干后郎露 出

盐土和沼泽平原
,

常被吹触而成为凤触景观
。

这里主要有草甸沼泽土和建余泥炭沼泽土
、 ·

草甸土和龟裂型土以及盐土
,

其中只部分土地可以农垦
。

12
.

准噶尔界山东南部区 :主要包括满立
、

齐尔
、

成吉斯等低山
,

侮拔多在1 ,

00 0一2, 00 。

米简
。

由于这里少受西来气流的影响
,

所以比界山西北部干旱得多
,

在气候
、

植被和土
·

被方面具有更接近亚洲中部荒漠的特征
,

在分水岭东南
,

山地灰棕色荒漠土可以上升到

1 , 0 0 0 米或更高
,

而且垂直带变化很援慢
,

至 2, 00 。 (2, 20 0) 米
,

仍为山地栗钙土
。

山地黑

土只能在山地顶部可以晃到
。

山地草甸土被压精得更窄
。

13
.

西北部天山区 : 包括准噶尔阿拉套南坡和博罗霍洛 山北坡
。

由于西部高山阻挡

了西风
,

使这里变得相当干旱
,

特别是山坡和谷地都受到焚风的影响
。

土壤母厦粗
,

土层

薄
,

垂直枯构很不完整
,

高山草甸土比较发达
,

而亚高山草甸土带AlJ 很不明显
,

森林不居重

要地位
,

只以小斑块分布于阴坡
,

山地黑土上侵触也很严重
。

山地半荒漠带不明显
,

博罗

霍洛山北坡(精河山地)的山地灰棕色荒漠土可上达到 1
, 7 0 0 米

。

14
.

北塔山区
:
位于中蒙边境

,

四周大部为荒漠所包围
。

由于受蒙古干早气流的影响
,

以致山地植被早化张烈
,

山地垂直拮构也不够完整
,

缺乏林带与亚高山草甸带
,

而山地半

荒漠带和莫原带BlJ 比较广阴
。

其土壤垂直带桔构为 : 山地棕钙土一山地栗钙土一山地黑

钙土 (局部阴坡有片段西伯利亚落叶松疏林)一亚高山草甸草原土
,

只在山顶局部有高山

草甸土
。

本区低山和山麓部分是阿勒泰地区的重要冬牧锡
,

惟以水源缺乏
,

尚未得到充分

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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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东部天山北坡区
:
包括巴里坤山

一
哈尔里克山北坡及其山简盆地

,

东
、

西远洋气流

都很难到此
,

加以山体矮小
,

所以是天山北坡最干旱的部分
。

在垂直带中普遍缺乏森林
,

且山地黑钙土也很不明显
。

山地栗钙土带中以淡栗钙土为主
,

同时高山草甸土和亚高山

草甸草原土由于草层低矮
,

发育也较差 ;愈向东伸延
,

荒漠化愈孩
,

最东段的伊吾山区
,

荒

漠带可上升到 2, 0 00 米以上
。

惟巴里坤盆地两侧山坡还有被多森林的分布
,

为雪岭云杉

和西伯利亚落叶松混交林
。

n l (2) 荒澳灰妈土亚地带 包括 中部天山及其北麓平原
,

西起四颗树河与固尔图

河之简
,

东到木垒以东
,

北抵瘴尔班通古特沙漠
。

由于山前地位的影响
,

气候较为湿秘
,

年

降水量 1卯一20 0 毫米
,

年蒸发量 1, 6 00 一2, 2 00 毫米
。

植被以篙属和琵琶柴荒漠为主
,

复

盖度可达 1 , 一20 拓
。

荒漠灰钙土主要发育在黄土状物质上
,

具有灰钙土棕钙土和灰棕色

荒漠土之简过渡性盾
,

但就其成土条件和土壤性状特点
,

AlJ 较接近于灰钙土
。

地表常具有

多角形的裂稚
,

土表有发育良好的大孔状荒漠桔皮和片状
一

鳞片状拮构层
。

其下通常为浅

灰棕或褐棕色紧实层
,

且常具有碱化特征
,

有机质合量 0. 6一1
.

0 %
,

碳酸盐最大合量不在

表层
,

而在 10 一40 厘米简
,

表现出弱度淋溶 ; 一般在 40 (6 0) 厘米以下开始有较多石裔和

易溶性盐分 ;在紧实层中也有较明显的粘化现象
。

在本亚地带中
,

在山前洪积
一
冲积扇边椽都有明显建片的地下水溢出带

,

以扇椽草甸

土和草甸沼泽土为主
,

扇椽盐土不多
,

盐分中苏打含量普遍较为明显
。

同时在较老的扇

形地糠洲中
,

灌溉荒漠灰钙土可形成相当完整的熟化系列
,

低平地形部位以灌概草甸土居

多
,

扇椽带的老稻田也不少
。

本亚地带共分两个平地土壤区和一个山地土壤区
。

1‘
.

中部天山北麓平原西部区 : 东起阜康
,

热量条件愈西愈较充足
,

水
、

土查源也很丰

沛
,

为新疆最大的新兴农垦基地
。

共分为三个土拿
。

(l) 奎屯河平原土草 :位处平原最西

段
,

以盐化荒漠灰钙土为主
,

水土条件优越
,

气温也较高
,

还可栽培早熟品种棉花
。

(z) 满

钠斯河平原土拿 :东起塔西河
,

西至奎屯村
,

在广大古老冲积平原上
,

以碱化荒漠灰钙土和

盐化
一
碱化荒漠灰钙土为主

,

扇徐溢出带面积很广朋
,

较老碌洲面积也最大 ;璐钠斯和沙湾

的扇椽带是新疆的水稻主要产区
。

(3 ) 岛鲁木齐
一
呼图壁河平原土擎 : 位处山前平原最中

部(阜康和塔西河之简 )
,

以盐化荒漠灰钙土为主
,

扇徐和千三角洲部分有沼泽土
、

草甸土

和盐土
。

水源相当丰富
,

特别是泉水较多
,

如米泉老稻区所在地
。

本区在开垦过程中应特

别注意碱化土壤的改良
,

低地土壤的开发也必须考虑次生盐清化周愚
。

井
.

中部天山北麓平原东部区
:
西起阜康

,

东到木垒以东
。

地势较高
,

气温较低
,

土被

粗成被复杂
,

山前平原上部还有棕钙土
、

甚至栗钙土的分布
,

而且愈东分布面积愈大
。

共

分为两个土拿 : (l) 阜康
一
吉木窿尔山前平原土拿

,

平原上部的棕钙土分布还较窄
,

平原中

部以盐化碱化荒漠灰钙土居多
,

而在平原下部(北部 )AlJ 以盐化荒漠灰钙土为主
,

并在近沙

漠边椽处出现龟裂荒漠灰钙土
。

(2 )奇台
一
木垒山前平原土拿

,

平原上部多为淡栗钙土
,

中

部为棕钙土
,

平原前端才为碱化荒漠灰钙土
,

在奇台一带扇椽部分的盐土和草甸土也不

少
。

平原上部耕地中以旱作淡栗钙土为主
。

本区土地鸯源丰富
,

农垦程度也较低
,

主要阴

愚在于水源不足
。

在平原上部
,

特别是奇台
、

木垒一带有条件扩大旱作和半旱作面积
,

但

须注意水土保持措施
。

如能解决水源简题
,

在扇徐带很有希望发展水稻栽培
。

1 8
.

中部天山北坡区
:
西起四颗树河上游

,

东到色必口附近
,

是天山北坡面积最广
、

最



4 期 文振旺 : 新强稚吾尔自治区土壤地理区划

富有代表性的山区
。

山势高
,

山体也大
,

能接受西北方水汽
,

冰川不少
。

其湿消程度仅次

于西部天山
,

垂直带相当完整
,

为山地棕钙土 , 山地栗钙土”山地黑钙土, 山地黑褐色森

林土(阴坡)‘亚高山草甸土* 高山草甸土
。

高山和亚高山草甸土都为盐基所鲍和
,

森林

(雪岭云杉 )主要在阴坡
,

常与黑钙土共同构成山地森林
一
草甸

一
草原带

。

本山区握济利用

价值甚高
,

仅次于西部天山
。

Iv 南祖映温带棕色荒澳土地带

本地带包括天山分水岭以南整个南疆的平原和山地
。

东面和甘肃省河西走廊最西部

的 同一地带相速
,

西隔帕米尔高原与苏联境内天山和中亚粕亚图兰低地的
“
南方灰棕色荒

漠土,,* 地带处于同样樟度范围
,

共同构成亚洲大陆中部较为完整的暖温带 (南部)荒漠土

壤地带
。

在平原范围内
,

在气候上
,

大于 10 ℃ 的积温多为 4, 00 0一4
.

知。℃ (吐鲁番最高
,

可达

5, 允。℃ )
, 1 月均温为一 8 “

到一 10 ℃
, 7 月均温为 24 一26 ℃

,

年均温为 10 一12 ℃
,

无霜期

18 0一 2 30 天
,

年降水量不到 10 0 毫米
,

大部低于 50 毫米 (且末
、

若羌最低
,

只 10 毫米)
,

年
‘

蒸发量多为 2, 5 00 一3, 0 00 毫米 (七角井最高
,

几达 4
,

0 0 0 毫米 )
,

一般无稳定积雪或积雪时

简很短
,

干燥度 8
.

0一30
.

0 。

植被为极端稀疏的半灌木和灌木荒漠
,

主要有麻黄
、

伊林冀
、

合头草 (勿m 户馆m a , 己g 口11 1)
、

琵琶柴
、

泡果白刺
、

假木贼
、

霸王
、

席氏盐爪爪等
,

在沙质和盐

土荒漠上各种杠柳有广泛的分布
,

而在典型的盐土荒漠中PlJ 主要有盐穗木 (H al 二tac 五y ,
)
、

盐玻玻(Ha lo c 。。n “ m )
、

盐生草(H
a zo ge to n

)
、

盐爪爪等
。

由于本地带热量查源丰富
,

适于各种谷物
、

棉花与园艺作物的生长
,

多种果木不需埋

土越冬
,

作物可以复播
,

土地生产力较北疆高
,

最适宜的主要作物有冬麦
,

中熟和中晚熟陆

地棉
,

特早熟和早熟扣被棉
,

中晚熟玉米
,

中熟
、

中晚熟水稻和胡麻等
。

本地带的地带性土壤为棕色荒漠土
,

它是暖温带极端干旱的荒漠土壤过程的形成物
,

在这种气候条件下
,

生物作用表现极为微弱 (土壤有机厦合量小于 0. 5 务)
,

因而使这类土

撰保留着相当的
“
原始性

, , ,

孔状拮皮和麟片状层发育很弱
,

或几乎不存在 ;表层的敛厦化

过程 (表现为浅棕带杠色
、

棕杠色甚至玫瑰杠色) 明显加孩
,

石膏层位很高
,

甚至石膏和盐

盘同时出现
,

在张烈风触的情况下
,

石膏层非常接近地表甚至露出地面
。

这类土壤基本上

与石砾厦荒漠(或戈壁)相适应
,

为砾盾洪积物和石厦噢丘上的形成物
,

有人自p称之为石膏

荒漠或石膏壳
。

并且随着干旱程度的进一步增长
,

在塔里木盆地南部和东南部
、

噶顺戈壁

以及吐鲁番盆地一带还出现石膏盐盘棕色荒漠土
,

这在世界荒漠土壤中是罕觅的
。

除地

带性土壤外
,

在隐域性土壤中
,

属于 自成类型的还有龟裂型土和噢余盐土 ;属于水成(和半

水成)的有盐土
、

吐加依土和草甸土
,

其中盐土有大面积的分布
,

特别是桔壳盐土的广泛存

在
,

更是南疆盐土荒漠的特色
。

应敲弦稠指出 :在本地带特殊的生物气候条件下
,

积盐过

程不仅十分张烈
,

而且非常普遍
,

在上述所有自然土壤中
,

无萧是自成土
、

水成土或半水

成土
,

极大部分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盐清化
,

非盐清化土壤只在个别或局部情况下才可以发

现
,

积盐类型以氯化物和硫酸盐
一
氯化物为主

,

也有苏打和稍酸盐的积累
。

同时
,

不仅有现

*
兄苏联士奥学家在第七届国际土壤学会上的拾文集(19 6 0 )和苏联土褒地理区划(19 6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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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积盐
,

而且夔余积盐也很普遍 ; 在现代积盐过程中
,

又不仅有通过地下水蒸发而进行的

积盐
,

而且洪积
一
坡积积盐过程也很明显

。

也应敲提到吐加依土
,

特别是钝胡摇 (Po 钾l“;

成,

ers ifo lia )和灰摇 (尸
口

如坛
, 钾“ io ra )林下的土壤

,

在本地带的河流沿岸和地下水溢出带

(扇徐)还有相当广泛的分布
,

这也是世界荒漠地带中所不可多晃的现象
。

本地带农亚历史悠久
,

我国历史上早有
“
南疆是居国

’,

之靓
,

因此在古老椽洲中存在着

不少高度熟化的土壤
,

主要是灌溉
一
自成型古老椽洲耕种土和灌溉

一
水成型古老椽洲耕种

土两个类型
,

它们一般都发育在相当深厚 (1一2 米或更厚) 的灌溉淤积层上
,

这是与农业

历史密切相联系的
,

也是进一步提高土壤肥力和加张熟化的有利条件
。

本地带可再分为两个亚地带
。

Iv (l) 石衡捺色荒澳土亚地带 位于整个地带的北部
。

平原部分的气候比南部的

亚地带稍为湿润
,

冬季较冷
,

除吐鲁番和哈密盆地外
,

年降水量 弓。一10 0 毫米
,

干燥度 10 一

25
,
日均温 < 0 ℃ 的 日数一般在 90 天以上

,

负积温 40 0一7 00 ℃
,

作物越冬条件不如南部

亚地带好
,

作物复播的较少
,

主要是油菜
、

糜子等生长期较短的作物
,

复播水稻的产量不够

稳定
,

无花果
、

石榴等果树生长较困难
。

地带性土壤以棕色荒漠土和石膏棕色荒漠土为

主
,

同时由于山前洪积
一
冲积平原以及古老冲积平原上有较多韧土物盾

,

致使龟裂型土有

较广泛的发育
,

而且常与建余盐土和砂土包呈复区存在
,

也由于天山南坡区域地盾的特

点
,

除部分河漫滩
一
低阶地以外

,

一般无明显的苏打盐清化
。

本亚地带共分出三个平地土壤区和五个山地土壤区
。

19
.

塔里木盆地西部平原区
:
包括喀什平原和叶尔羌河冲积平原

。

以下再划分为两

个亚区
。

19 (A ) 喀什平原亚区
:
位于平原最西部

。

包括四个土攀
:

(l) 喀什平原西部土

攀 : 系指西南部天山和小帕米尔山前洪积
一
冲积扇拿

。

由于各较大河流水量都较丰富
,

且

出山 口 后都下切不深
,

易于开渠 引水
,

因而使各河冲积扇中
、

下部就成为喀什平原上的主

要农业区
,

只是在各冲积扇扇椽
、

扇简低地以及扇椽和河道相交接处才出现有较大面积的

草甸盐土等
。

(2 )喀什平原东北部土拿
:
包括克孜河中

、

下游冲积平原
,

在中游一带
,

除大

片盐土外
,

还有伽师糠洲
,

为最典型的干排积盐区
,

次生盐土的分布很广
。

及至下游平原
,

地势更平
,

除沿河地下水淡化带积盐较鲤外
,

大部分都积盐很重
,

因此这里可垦荒地虽不

少
,

但一般盾量较差
。

(3 )岳普湖千三角洲土攀 : 包括疏勒以东和岳普湖一带
,

河网密度

很大
,

地面坡降平援
,

地下径流条件较差
,

除三角洲上部和背脊部分有较集中的耕地外
,

其

余多为典型盐土
,

只有干三角洲最末端
,

由于地下径流可向东排入沙漠而土地厦量较好
。

(4 )布古里
一
托格拉克沙漠土草

:
介于喀什平原和叶尔羌河中游平原之简

。

托格拉克沙漠

位于东北部
,

由于水分条件较好
,

生长杠柳和胡棍较多 ;布古里沙漠位于西南部
,

水分条件

差
,

植被稀少
。 19 (B )叶尔羌河平原亚区

:
位于喀什平原以东

,

呈东北
一
西南向带状攘嵌于

塔克拉满干沙漠西椽
。

包括 四个土拿 : (匀冲积扇土拿 :主要由叶尔羌河和提孜那甫河的

亘大冲积扇所粗成
。

扇形地坡度较平援
,

其上
、

中部为古老椽洲所在 ;这里扇糠溢出带不够

明显
,

常呈块状溢出而井不连片
,

有盐清化和沼泽化
。

(6 )中游平原土拿
: 由莎草以北至色

力布亚附近
。

由于叶尔羌河的多次改道和泛滥
,

所以在广大平原上遗留着较多干河道
、

瑰

状岗地和河简低地等
。

麦盖提老椽洲只分布于沿河两岸 10 一20 公里的河流淡化带范围

内
,

在淡化带以外与两侧沙漠之简剧为积盐很重的典型盐土
。

(7 )下游平原西段土拿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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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坦
,

河道平浅
,

在洪水季节受到泛滥
,

因而土壤形成的水成性表现张烈
,

而积盐并不很

重
,

可垦对象不少
。

(s) 下游平原东段土覃 :叶尔羌河水量至此已很少
,

其主要特点是土壤

形成的荒漠化过程很明显
,

风触风积作用弦烈
,

地面多沙土包
,

荒漠化胡棍林土和殡余盐

土占有很大的比重
。

20
.

塔里木盆地北部平原区 : 包括天山南麓山前平原和塔里木河冲积平原
。

本区同

样可划分为两个亚区
。

20 (A ) 天山南麓山前平原亚区
:
东起孔雀河三角洲

,

西止禺扎尔

山
。

由各大河(阿克苏河
、

渭干河
、

孔雀河等 )所形成的冲积扇或三角洲与其简广朋的洪积

平原所祖成
。

冲积扇和三角洲部分以么中部农业利用条件较好
,

向下部和边椽
,

lllJ 盐清化

逐渐加重
,

且因山前平原下部的地下径流都受到塔里木河的琪托
,

以致在二者交接洼地处

积盐更形强烈
。

同时
,

由于天山南坡的低山与前山的中
、

新生代地层中含有多量盐分
,

所

以这里洪积平原上的洪积
一
坡积积盐作用在全疆是最为明显的

,

且土厦多较粘重
。

包括六

个土拿 : (l) 柯坪山前平原土拿 : 除沿山麓窄狭的砾质洪积扇裙为棕色荒漠土外
,

广大袖

土洪积平原上以嫂余盐土为主
,

有龟裂型土和砂土包与之成复区
,

扇椽溢出带一般不明

显
,

在栩土洪积平原上如能引水灌溉洗盐
,

郎可农垦
,

但厦密切注意次生盐清化
。

(2 )阿克

苏三角洲平原土草 : 阿克苏河深切于古老洪积平原之中
,

三角洲上
、

中部椽洲速片
,

下部有

明显积盐
,

至三角洲边椽
,

不仅受叶尔羌河和塔里木河的琪托
,

而且还受到古老洪积平原

高矿化地下潜流的影响
,

因而有成片典型盐土的存在
。

台兰河和哈拉玉尔滚冲积扇除中
、

下部的椽洲外
,

在扇徐以及干三角洲末端部分形成广大面积的盐土荒地
。

(3 )秋立塔格山

前平原土拿 :介于阿克苏三角洲和渭干河冲积扇之简
,

袖土平原上以嫂余盐土和龟裂型土

为主
,

常有大
、

小起伏的砂土包
。

这里水源缺乏
,

利用相当困难
。

(的 康草
一
渭干河冲积扇

土象 : 由于这里处于下沉地段
,

所以没有套生的冲积扇
,

渭干河出山 口 后郎行分散
,

沉积袖

土物盾
,

扇形地坡度平援
,

河流前端以干三角洲形式消失于洪积平原之中
。

自冲积扇上
、

中

部起郎开始为椽洲
,

但下部及边椽RlJ 不断积盐
。

(, )翰台山前平原土拿 : 包括迪拉河冲积

扇及其东西的洪积平原
。

冲积扇规模较小
,

其末端呈干三角洲形式与洪积平原相速
。

栩土

洪积平原上搜余盐土有广泛的分布
,

只是翰台以东至阳霞一带有明显的扇椽溢出带
,

出现

较大面积的典型盐土
。

(6 )孔雀河三角洲平原土拿 : 由于孔雀河流出跌阴关时坡度较大
,

所以堆积物厦较粗
。

康尔勒椽洲位于三角洲上部
,

自此向南
‘

(及西南)有扇椽草甸盐土和

典型盐土呈环状分布
,

特别是南部受塔里木河顶托的地段
,

积盐更重
。

20 (6 )塔里木河平

原亚区
:
西起阿克苏

、

叶尔羌和和 田河的汇口
,

东止于下游北段(阿拉干附近 )
,

为东西横贯

的冲积平原
,

水分与物厦的移动方向恰和天山南麓山前平原相直交
。

塔里木河的变迁对

整个平原的自然历史发展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

特别是 由于水分状况的变化而使得土壤

形成的草甸过程和荒漠化过程可以交替出现
。

可分为三个土拿 : (7 )上游平原土擎
:
东到

哈得冬
,

地面坡降被大
,

河流下切较深
,

有河漫滩和低阶地
。

在沿河两岸及其外侧
,

胡摄林

土和荒漠化草甸土有广泛的分布
,

为宜垦的主要对象
,

但应注意保留适当比例的林地 ; 近

沙漠边椽处除砂土包较多外
,

并出况龟裂型土和座余盐土
。

(s) 中游平原土拿 : 东到草克

附近
。

地面坡降小
,

河流具有泛滥性厦
,

河道分叉多
,

且变迁无常
,

沉积物大量堆积
,

干河道

甚多
,

河道两侧大都有天然堤
,

河简低地范围广泛
。

这里除部分胡揭林土外
,

草甸土和荒

漠化草甸土分布面积校广
,

土地厦量较高
。

(约下游平原北段土拿
:
范围狭长

,

大部已为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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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所包围
,

水量已不能得到充分保征
,

以荒漠化草甸土和残余沼泽土面积较广
。

2 1
.

东疆天山南坡山简盆地区
:
位于本亚地带最东部

,

为下陷盆地区
。

在本亚地带中

最为千旱
,

热量查源也最丰富
,

但风力强劲
,

干燥条叨触和凤骸作用进行弦烈
。

可分为四个

土拿 : (l) 吐鲁番盆地土拿
:
盆地由北向南和由西向东倾斜

。

火焰 山隆起于盆地中北部
,

把盆地分成南
、

北两部
。

北部高盆地以砾厦洪积
一
冲积扇为主

,

只在扇形地下部有泉水出

露和可用坎儿井引水的地段才形成断疲的老稼洲 ;在南部低盆地
,

由北向南依次为 : 洪积

扇上
、

中部的砾质戈壁(棕色荒漠土)
、

下部的土戈壁 (龟裂型棕色荒漠土 )
,

扇形地以下为

火焰山水系所形成的干三角洲拿
,

这里是著名老稼洲 (吐鲁番
、

托克逊
、

鲁克沁等 )的所在

和广大搜余盐土的分布区
。

再以南为艾丁湖湖盆及其湖滨平原
。

盆地中积盐的最大特点

是稍酸盐的积累很普通
。

盆地中可垦土地查源以凌余盐土为主
,

土戈壁次之
,

但应考虑充

分利用地下水源以解决用水简题
。

(2 )三简房戈壁土拿
:
界于吐鲁番和哈密两盆地之简

,

这里地表和地下径流都很缺乏
,

大面积砾质戈壁上为石膏棕色荒漠土
,

风触极 为 明显
。

(3 )哈密盆地土拿 : 盆地 由东北向西南倾斜
,

山前洪积
一
冲积扇非常发育

,

竟达 30 公里以

上
,

坎儿井可直抵山前
。

洪积
一
冲积扇 自上而下为石膏棕色荒漠土

、

棕色荒漠土和龟裂型

棕色荒漠土(土戈壁) ;土戈壁不仅是现有的部分椽洲所在地
,

而且更是盆地中最有开发前

途的土地查源
。

在广大洪积
一
冲积平原上

,

典型盐土面积最大
,

盐土中普通都含有较高量

的苏打
,

不仅在平原下部有苏打典型盐土出现
,

而且在盆地中心还形成坚硬的大片碱壳
。

(的梧桐窝子戈壁土拿 :位于哈密盆地以东
,

为广大戈壁荒漠
,

系 由低山残丘和洪积扇所粗

成
,

主要为石膏和石膏盐盘棕色荒漠土
。

22
.

帕米尔
一
西昆仑山区

:
位于叶尔羌河上游以西

,

山势高大
,

主攀多在 7
,

00 0 米以上 ;

高山冰川发育
,

是叶尔羌和喀什平原水量的补抬来源
。

本区土壤垂直带枯构接近于西南

部天山
,

而较中晃仑山和阿尔金山为完整
。

由下而上为 : 山地棕色荒漠土一山地棕钙土一

山地淡栗钙土(局部狭谷阴坡有稀疏云杉林下的山地碳酸盐棕揭色森林土的分布)一亚高

山草原土一高山荒漠土
。

应鼓指出 :这里内部山脉比外椽山脉更加干旱
,

因而垂直拮构上

也有所差异
。

本区草锡查源虽也很不充足
,

但比中昆仑山和阿尔金山为好
。

至于帕米尔

内部的塔什康尔干谷地
,

河漫滩草甸沼译范围不小
,

为良好牧锡
,

扣土阶地上的耕地是全

疆海拔最高的农业区
。

23
.

西南部天山区 : 包括朋克沙勒山和吐尔朵特山的南坡
、

柯坪山地及其山简盆地和

谷地
。

由于西北面高誉山地和高原的阻挡
,

使得这里成为典型的风影区
,

气候非常干旱
,

山顶仅有少量积雪
,

冰川更少
,

干旱气候在垂直带桔构上的反映是荒漠化极端弦烈
,

山地

棕色荒漠土的上限可达 2
,

2 0 0一2, , 00 来
,

山地棕钙土可达 2, 6 00 一3, 00 0 米
。

同时
,

这里普

遍缺乏亚高山草甸或草甸草原带
,

且山地暗栗钙土也仅在局部地段存在
,

山地淡栗钙土可

以直接和高山草甸土相速
,

其垂直带桔构和帕米尔
一
西晃仑山区有相似之处

,

在靠近东部

的局部山沟阴坡有零星小片云杉林的分布
。

全区山地草锡也很有限
。

岛什谷地由于水源

丰富
,

土壤改良条件良好
,

是南疆的优良灌区之一
。

哈拉俊盆地BlJ 荒漠性很弦
,

水源缺乏
,

盆地中心积盐弦烈
。

2 4
.

中部天山南坡区 : 西起腾格里
,

东业七角井
,

是天山南坡范围最大
、

最有代表性的

山区
。

这里虽仍处在风影区内
,

但山体高而厚
,

高攀可以受到西来湿气影响
,

因而冰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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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发达
,

水源也很旺盛
,

为天山南麓主要河流的补抬源泉
。

与东
、

西相邻两区相比
,

本区

相对较为湿润
,

垂直带也比较完整
。

从山地棕色荒漠土 (豹达 1 , 7 0 0一 2 ,

00 0 米 ) 握山地棕

钙土到山地淡栗钙土都相当稳定
。

但是必复指出
:
本区普温缺乏山地黑钙土带

、

森林带和

亚高山草甸土带
,

而亚高山草甸草原土带却很发育
,

森林(林下为山地棕揭色森林土)只在

局部陡峻阴坡以小片状出现
,

亚高山草甸草原土以上郎为高山草甸土
。

在南疆各山区中
,

这里草锡查源是比较丰富的
。

本区内山简盆地范围不小
,

属于高海拔的有尤尔都斯盆地
,

属于较低海找的有焉着盆地和拜城盆地等
。

尤尔都斯盆地以高山谷地干草原土为主
,

为

竟阴的优良草锡 ; 焉省和拜城盆地无渝在生物气候
、

农业和土被特征上都具有南
、

北疆的

过渡性厦6

25
.

西部觉罗塔格
一
瘴鲁克塔格区 :为中等山地和 山简谷地的粗合体

,

虽然仍以干旱荒

漠性山地为主
,

但还可觅到垂直带分异现象
,

特别是在北部
,

在棕色荒漠土以上可出昵山

地棕钙土和山地淡栗钙土
。

26
.

东部天山南坡区
:
包括巴里坤山和哈尔里克山南坡

,

山体矮小
,

千旱程度急增
,

垂

直带拮构与西南部天山有共同之点
。

一般是由山地棕色荒漠土一山地棕钙土一山地淡栗

钙土一高山草甸土
。

IV (2) 石衡盐盘捺色荒澳土亚地带 由于撑度偏南
,

气候较北部亚地带温暖而更

干旱
,

平原年降水量在 50 毫米以下
,

干燥度多为 20 一50 或更大
,

日均温 < 0℃ 的 日数一

般不到 90 天
,

只东部稍多
,

负积温 30 0一40 0 ℃ (东部可达 7 00 ℃)
,

因此虽然积雪不稳定
,

但作物越冬条件较北部亚地带好
。

石榴
、

无花果等在平常年份可以不埋土过冬
,

作物复播

的多
,

主要是玉米和水稻等
。

地带性土壤以石膏盐盘棕色荒漠土为主
。

石膏合量东
、

西虽

有差异
,

但多有盐盘出瑰
,

同时由于山前洪积冲积平原缺乏相土物质
,

或者栩土平原为风

沙所掩盖
,

以致龟裂型土在山前李原上无明显的表现
,

同时也由于中显奄山和阿尔金山的

中央拮晶岩带主要为各时代的花岗岩和变厦岩系所祖成
,

其含钠长石的风化产物乃成为

山前平原苏打的供应锡所
,

以致在本地带中的冲积扇扇椽和河漫滩
一
低阶地的土壤普遍都

有明显的苏打盐清化
,

当然
,

这与广大平原上都系粉砂一袖沙的岩性也密切有关
。

本亚地带共分出三个平地土壤区和四个山地土壤区(其中包括一个低山殡丘区 )
。

2 7
.

中显仑山北麓山前平原(塔里木盆地南部平原)区 : 自皮山到民丰以东
,

北抵塔克

拉满干沙漠
,

略呈东西带状延擅
,

山前平原的南北竟度一般为 30 一60 公里
。

由大小不等

的冲积扇和洪积扇联合粗成 ; 由于兄仑山的抬升
,

山前平原也曾多次隆起
,

致使新老洪积-

冲积扇套生达 3一4 个之多
。

共分四个土草
:
(l) 皮山山前平原土拿

:
包括合什他克等甜

小河的冲积扇及其简的洪积扇拿
。

由于河流出山 口 后伸延很长
,

渗漏严重
,

所以河流水量

不大
,

灌概水源不足
,

同时也没有明显的地下水溢出带
。

老椽洲面积不大
。

在河流下游虽

有盐土和草甸土可以开垦
,

但必须解决灌溉水源
,

才能充分利用这些土地
。

(2 ) 和 田山前

平原土拿
:
包括由喀拉喀什河和玉眺喀什河所形成的冲积扇

,

河流出山 口不远郎形散开
。

在扇形地中
、

下部为古老椽洲所在
,

由椽洲而北
,

出现明显的扇椽溢出带
,

以合苏打的草甸

盐土和盐化草甸土为主 ;在溢出带以北的干三角洲上
,

也有以干排积盐形式来利用的老撇

洲
。

(s) 于田山前平原土拿
:
包括克里雅河和策勒河的冲积扇及其简的洪积扇拿

,

这里砾

质冲积扇一般都延伸很长
,

扇形地中
、

下部为古老脉洲
,

在于 田以西形成竟阴的地不水溢



土 级 学 报 10 卷

出带
,

同样也是以含苏打的草甸盐土和盐化草甸土为主
。

(的民丰山前平原土攀 : 包括尼

雅河冲积扇及以西的洪积扇拿
,

这里冲积扇中
、

下部的老撇洲范围更小
,

椽洲以北有明显

呈东西向的扇椽溢出带
,

分布着草甸土
、

盐土
、

胡接林土和杠柳林土
,

部分具有较多砂土

包
,

并有盖砂现象
。

2 8
.

阿尔金山北麓山前平原和罗布平原(塔里木盆地东南部平原)区 : 与南疆其他平原

区相比
,

本区地表径流最少
,

且各较大河流出山 口以后多流握 20 一60 公里竟的砾盾戈壁
,

渗漏揖失极大
。

在山前平原上
,

新老洪积扇占有最广大的面积
,

只有且末河在冲积扇以下

还形成狭长的冲积平原
。

同时
,

由于冲积
一
洪积扇外椽广泛为均质的粉砂一栩砂物厦

,

因

而形成相当竟阴的扇椽地下水溢出带
,

为大面积的盐土分布区
。

气候上的极端干旱和多

风是本区很重要的特点
,

干旱程度在新疆首属下指 ;也由于北邻沙漠和张劲东北风 的 影

响
,

使得沙丘渐向南移动
,

因而有广泛的砂层复盖和砂土包的堆积
。

本区耕地面积很小
,

荒地虽不少
,

但厦量较差
。

包括五个土拿 : (l) 雅通古斯
一
叔丹山前平原土象 : 有甜小河南

北穿行其简而形成的狭窄河谷平原
,

并在河流末端形成干三兔洲
。

这里有面积广朋
、

南北

宽度相当大的洪积扇扇椽
,

因而扇椽盐土是本土拿最主要的土壤
,

农用困难
。

(2 )且末河

平原土攀
:
在且末河冲积扇以下

,

河谷平原呈狭长条状向东北延伸
,

最后以三角洲形式与

台特禹湖相速
。

冲积扇中
、

下部为椽洲所在
。

上游平原以典型盐土为主 ; 中游平原有盐化

草甸土
、

典型盐士和胡摄林土等
,

河滩地及部分沼泽土可种植水稻 ; 下游河谷平原有盐化

草甸土
、

胡惕林土
、

典型盐土等
,

由于士壤改良条件差
,

水分状况不够稳定
,

不宜作为农地
。

(”)若养山前平原土草
: 这里河流短促

,

冲积扇的范围小
,

因而栋洲的面积也很小
,

但洪积

扇及其扇糠和湖滨平原RlJ 占有很大的面积
。

扇椽的盐清化一般都较重
,

以典型盐土为主 ;

在台特焉湖湖滨平原上
,

Rl] 为特殊的湖滨矿厦盐土和厚层盐壳
。

·

(习 康姆塔格沙漠土攀 :

为阿尔金山山前平原的最东段
,

车原上除个别地段有石膏盐盘棕色荒漠土外
,

极大多数为

砂丘所复盖
。

(约罗布平原土重 : 为塔里木盆地东端最低部分
,

孔雀河是 目前湖水补抬最
’

主要的来源
,

湖底平浅
,

位置常有移动
。

这里是著名的风触区
,

由于湖相翎土的吹触
,

形成

平原东北部广大的雅尔丹地形
。

风触洼地和雅尔丹顶部略有龟裂型土发育的雄形
。

在罗

布泊以西
,

凤积作用非常兹烈
,

沙丘莲棉
,

已握是塔克拉满干的东椽
。

湖西岸的湖滩很窄
,

而湖东岸Hl] 较宽
,

分布着盐泥 ;湖滩以东
,

在不竟的湖阶地上
,

具有独特的盐生地形
,

为盐

壳分布区
。

29
.

塔里木盆地中部沙漠区 : 在辽背的塔克拉满干沙漠中
,

沙丘高大
,

一般都在 50 米

以上
,

甚至可达 25 0 米左右
。

降水量在 10 毫米以下
,

悬湿水层缺乏
,

地下水位浅而矿化度

较高
,

只生长少数杠柳
。

但在深入沙漠的河流两岸和干三角洲部分
,

还有着可垦的土地查

源
,

惟填保护和营造护 田林带
,

并采取防沙和土壤改良措施
。

共分为七个士攀
,

除沙漠东
、

中
、

西部三个土草外
,

还有四个土拿 : (l) 和 田河中
、

下游冲积平原士攀
:
呈狭长带状

,

东西

竟度大致为 L 乡一3
.

0 公里
,

以草甸盐土
、

盐化草甸土和胡接林土为主
,

平原外侧近沙漠处

为具有砂土包的荒漠化草甸土
。

(2 )克里雅河中
、

下游冲积平原土拿 :北迄沙漠中心的唐古

兹巴斯特干三角洲
,

南段为盐化草甸土和草甸盐土
,

中段以盐化草甸土和荒漠化胡操林土

为主
,

北段干三角洲部分以胡摇林土和杠柳林土为主
,
平原外侧也同样是具有砂土包的荒

漠化草甸土
。

(3 )尼雅河中
、

下游冲积平原土拿
:
北迄大麻扎干三角洲

,

下游已明显具有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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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化景观
。

中游有草甸盐土
、

盐化草甸土和盐化胡棍林土 ;下游干三角洲部分为具有砂土

包的荒漠化杠柳林土及部分荒漠化胡摇林土
。

(叼塔里木河下游平原南段土攀 :指阿拉干

以南
,

至台特禺湖以北
。

平原狭窄
,

河道比较集中
,

下切被深
,

河水流量不大
,

异常干旱
,

风

沙活动孩烈
,

以荒漠化草甸土为主
,

也有嫂余盐土
、

龟裂型土和荒漠化胡摇林土等
。

30
.

噶顺戈壁区 : 位于吐鲁番
、

哈密盆地以南
。

在长期千燥$ll 触作用下
,

准平原化张

烈
,

地形单稠
,

以低山噢丘为其特点
,

其上形成残积风化壳
。

广大戈壁面上完全缺乏固定

的地表径流
,

地下径流也很臂乏
,

植物生长条件极其恶劣
,

荒漠景观表现极为孩烈
。

以石

膏盐盘棕色荒漠土分布最广
。

分为三个土拿 : (l) 东部觉罗塔格
-
瘴鲁克塔格土拿 : 以荒

漠性低山为主
,

完全无垂直分带现象
。

(z) 噶顺戈壁土拿 :具有噶顺戈壁本部的典型景观
,

以残余浅丘为主
,

低山并不多兑
,

艳大部分为石膏盐盘棕色荒漠土
。

(3 )穷塔格士擎
:
属北

山最西部
,

荒漠低山与纵各相简
,

谷地几全为洪积扇所填充
。

31
.

中兄仑山区 : 大致介于东握 7 8 。一85
“

简
,

呈东西走向
,

为显仑山的主体部分
,

其

梅扳一般都在 5 , 0 0 0一6, 00 0米简
,

也有 7 , 0 0 0 米以上的高攀
。

山坡下部多复盖有很厚的凤

成砂壤物厦
。

山地气候+ 分寒冷千早
,

普瘟缺乏显著的山地草原带
,

森林完全消失
,

而以

干旱荒漠类型占艳对优势
,

半荒漠的上限可达 3万5 0 0 米
,

比西晃奄山高 出 50 0一70 0 米
。

在悔拔 , , 2 0 0 米(郎雪核)下的援坡地表
,

还有龟裂现象和盐斑出现
,

呈显非常独特的高山

寒漠景观
。

其垂直带为
: 山地棕色荒漠土一山地棕钙土一山地淡栗钙土(片段出现)一高

山荒漠土
。 .

内部山脉中更为干旱
,

甚至 3, 7 00 米才出现半荒漠
,

没有淡栗钙土
,

由 山地棕

钙土郎直接过渡到高山荒漠土
,

或者在高山荒漠土以下有呈岛状分布的亚高山草原土
。

犯
.

阿尔金山区
: 自中昆奄山分支向东

,

山势较低
,

但一般山脊海拔仍在 4 ,

50 0 米以

上
。

这里比中昆全山更为干早
,

是全国最干旱的山地
,

冰川规模小
。

在垂直带上没有山地

淡栗钙土带
,

山地棕色荒漠土上升到 2 , 8 00 一3 , 。0 。米
,

山地稼钙土可达 3 , 8 0 0 米
。

在 3 ,

80 0

米以上的山原上
,

有岛状分布的亚高山草原土
,

更上为高山荒漠土
,

在山原的谷地底部出

现沼泽和盐湖
。

东南部的祈漫塔格
,

位于库木瘴里以北
,

山势平援
,

已接近藏北高原景观
,

以亚高山草原土和高山荒漠土为主
,

谷底也有沼泽土和山原盐土
。

33
.

藏北高原边椽区
:为西藏台块的北椽

,

位于中兄仑山和阿尔金山以南
,

海拔大多在

5, 00 。米以上
,

为冰冻和干燥剥颤作用非常兹烈的山原 ;生关稀疏的高寒垫状植被
,

发育着

张度石厦化的高山荒漠土
,

土壤有不同程度的盐清化
,

也有不二终盆湖
,

成为集水盆地
,

周围

有盐化沼译土和山原盐土
。

东北部为康木库里盆地
,

其最低处为康木康里湖
,

湖滨和谷底

有相当大面积的沼泽土和山原盐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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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一 ~ (l) 阿尔泰山北坡 土草 (l)伊 犁谷地土草皿 下 (2) 阿勒泰一富葱 山地土 山地 :8.西部天 山区1.北疆 半荒漠棕钙 土地带 ’ 攀 (l)博罗 霍络山南 坡一阿

I(1) 棕钙土亚 地带 (3) 青河山地土军 吾拉 勒山土军 r平 地:1.姐尔 齐斯平原区 5.准噶 尔界山酉北部 区 (2)尼勒 克谷地土 攀(l) 姐尔齐斯平 原东部土 (l) 塔尔巴哈台一 窿岛尔 (3)特克 斯一昭苏 盆地土

军 山土军 攀(2) 短尔齐斯平 原西部土 (2) 巴尔雷克一扁 尔克陇 (勺哈雷 克套北坡 土军草 尔山土草 m.北疆 灰棕色荒漠土 一荒漠灰 钙土地2.准噶 尔界山山简 盆地和谷 I(2) 淡棕钙土亚 地带 带

地区 平地 :6.准噶 尔盆地北部平 原区 111(l)灰 棕色荒漠土 亚地带(l) 塔城盆地土 攀 (l) 岛伦古平原 东部土 平地 :9.准噶尔东 部戈壁区(2) 和布克赛 尔谷地土 掌 (l)东准 噶尔高原 土攀拿 (2) .篇伦古平原 西部土 (2)甜敏 戈壁土草

山 地:3.阿尔 泰山西北部 区 军 10.准噶尔 盆地中部沙 漠区(l) 喀拉斯土拿 11.北疆 山前荒漠草 原灰钙土地 带 (l)康尔 班通古特 沙漠土4.阿尔 泰山东南部 区 平地 :7.伊犁 谷地区 攀



1 1
.

准噶尔盆地西部平原区

(l ) 博尔塔拉谷地土攀

(2 ) 艾比湖平原土军

臼) 成吉斯山 前 平原土

攀

(勺 瑞钠斯河三角洲和湖

积平原土军

山地 : 12
.

准噶尔界山东南部区

(l ) 福立一
.

齐尔一成吉斯

山土摹
13

.

四北部天山区

(l) 准噶尔阿拉套南坡一

餐里水土草

(2) 博罗霍洛 山 北坡 土

攀
1 4

.

北塔山区

(1) 北塔山土攀

15
.

东部天山北坡区

(l) 巴里坤山北坡及其山

尚盆地土拿

仅) 哈尔里克北坡一黑山

土粼

m (2)荒漠灰钙土亚地带

平地 : 16
·

中部天山北麓平原(准噶

尔盆地南部)西部区

(1 ) 奎屯河平原土攀

(2 ) 瑞钠斯河平原土拿

(3 ) 扁鲁木齐一呼图壁河

平原土掌
1 7

.

中部天山北麓平原(准噶

尔盆地南部)东部区

O ) 早康一吉木窿尔山前

平原土摹

(2 ) 奇台一木垒山前千原

土攀

山地 : IR
.

中部天山北坡区

(1 ) 伊建哈比尔玫山北坡
土掌

口) 博格多山北坡土军

暖 温 带

IV
.

南疆棕色荒漠土地带

Iv (l )石膏棕色荒漠土亚地带

平地 : 19
.

塔里术盆地西部平原区

(A) 喀什平原亚区

(l ) 喀什平原西部土拿

(2 ) 喀什平原东 北部土

基

(3) 岳普湖干 三 角洲土

擎
(4 ) 布古里

一
托格拉克 沙

漠土摹
、

(B ) 叶尔羌河平原亚区

(5 ) 叶尔羌河 冲 积 扇土

军

(6 ) 叶尔羌河中游平原土
墩

(7) 叶尔羌河下游平原四

段土拿

(s ) 叶尔羌河下游平原东

段土掌

20
.

塔里木盆地北部平原区
(A )天山南麓山前平原亚

区

(l) 柯坪山前平原土率

(2 ) 阿克苏三角洲平原土

摹

(3 ) 秋立塔格山前平原土

攀

(分 厚章一渭干河冲积扇

土篆
(5) 翰台山前平原土基

(6 ) 孔雀河三为洲平原士

掌

(B )塔里木河平原亚区

(匀 塔里木河上游平原土
军

(s ) 塔里木河中游平原土
军

(9 ) 塔里木河下游平原北

段土擎
21

.

东疆天山南坡山尚盆地

区

(l ) 吐香番盆地土攀

(z ) 三简房戈壁土率

(3) 哈密盆地土基

(4) 梧桐窝子戈壁土载

山地 : 22
.

帕米尔一四昆全山区

(l) 帕来尔及其山简谷地

土翠

(2 ) 西部尾仑山士擎

(3 ) 喀喇昆奄 山北 坡土

拿

23
.

四南部天山区
(l ) 吐尔杀特山土拿

(2 ) 朗克沙勒一卡拉滋克

山土攀

(3 ) 柯坪山地土拿

(勺 哈拉俊盆地土粼

(5 ) 岛什谷地土攀

24
.

中部天山南坡区

(l ) 脯格里一哈雷克套南

坡土掌

(z ) 拜城盆地土攀

(3 ) 尤尔都斯盆地土攀

(4 ) 伊逮哈比尔余山南坡

一喀拉岛成山土军

(5) 焉者盆地土草

(6) 博格多山南坡土军
2 5

.

西部觉罗塔榕
一
康普克塔

格区

(D 四部觉罗塔格一康替

克塔格土攀

26
.

东部天山南坡区

(l) 巴里坤一哈尔里克山

南坡土擎

Iv (2) 石膏盐盘棕色荒漠土亚地带

平地 : 2 7
.

中昆全山北麓山前平原

(塔里木盆地南部平原)

区

(l ) 皮山山前平原土拿

〔2 ) 和田山前平原土攀
(3 ) 于田山前平原土拿

(分 民丰山前平原土擎
2 8

.

阿尔金山北麓山前 平 原

和罗布平原峪里木盆地
东南部平原)区

(l ) 雅通古斯~ 叔丹山前

平原土篆

(2 ) 且末河平原土攀

(3 ) 若羌山前平原土掌

(勺 康姆塔格沙漠土掌

(5) 罗布平原土攀

29
.

塔里木盆地中部沙漠区

(l ) 塔克拉濡子沙漠西部

土草

(2 ) 和田河中
、

下游冲积

平原土草

(3 ) 克里雅河中
、

下游冲

积平原土基

(4 ) 尼雅河中
、 ’

下游冲积

平原士攀

(5) 塔克拉垢干沙漠中部

土草

(‘) 塔里木河下游平原南

段土军
(7 ) 塔克拉佣干沙漠东部

土篆

低山残丘: 30
.

噶顺戈壁区

(l ) 东部觉罗塔格一康瞥

克塔格土率

(z ) 噶顺戈壁土摹

(3 ) 穷塔格土擎

山地 : 31
.

中昆令山区

(l ) 中
门

昆全山土攀
3 2

.

阿尔金山区

(l ) 阿尔金山土率

(2 ) 郝漫塔格土绒

33
.

藏北高原边旅区

(l) 藏北高原边膝西段士

军

(2 ) 藏北高原边膝东段土

摹

(3 ) 康木康里盆地土草


